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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多彩游带火农产品
近日，“2020 渭滨多彩游”

启动暨特色农产品发布仪式在
市区九龙广场举行。渭滨区除
了推出青铜文化游、姜炎文化

游等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外，还
展出了花椒、蜂蜜、香菇等 32 种
特色农产品，吸引不少市民前来
购买。      本报记者 卢志平 摄

基地舞龙头  菌菇助脱贫
本报记者 庞文渊

47 岁的张喜爱，丈夫因患脑萎缩及癫

痫病去世，大儿子大学毕业后，今年才上

班，二儿子正在上学，全家一直靠作务 4 亩

苹果生活，成为扶风县法门镇三驾村张家组

典型的贫困户。她说 ：“过去，家里穷，日子

过得紧紧巴巴。如今，家门口建起了食用菌

扶贫基地，我在这里上班，每月有 1800 元

的工资，还能照顾家，很方便。”这是扶风县

发展食用菌产业、带动贫困户稳定脱贫的

一个亮点。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扶风县把发展食用

菌产业作为助推脱贫攻坚、拓展致富增收渠

道的重要举措，动员吸引法门镇南佐村致富

能人赵胜利回乡创业。2016 年，他创办了食

药用菌产学研一体化全产业链的宝鸡胜利现

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设立食药用菌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建设百亩

食药用菌产业融合示范园、扶贫食用菌产业

基地等五个子公司，大力发展灵芝、香菇、黑

木耳、大球盖菇等食药用菌。目前，已完成投

资 6000 多万元，盘活法门镇马家村等周边 6

个贫困村集体闲置土地150

亩，聚力打造胜利食用菌产

业扶贫基地核心，拓展建设

食用菌扶贫园区 5 个，新建

标准化大棚 248 座，36 名

贫困群众在基地、园区实现

了长期务工，解决了 60 余

名贫困群众临时务工难题。

同时带动马家村、姚家村、

云岭村、三驾村等 9 个贫困

村 294 户贫困户参与收益

分红 38.5 万元，让贫困户

实现稳定脱贫。

基地负责人赵胜利告

诉记者，这几年，他们致力

于食药用菌新品研发、成果

转化、工艺创新、技术推广，

通过政策调动、镇村联动、产销互动，探索出

“产业托管”“入股分红”“租赁经营”“务工就

业”四种产业扶贫模式，为贫困户增强产业

“造血”功能，确保真脱贫、脱真贫、不返贫。

宝鸡工业互联网平台开通战“疫”专区——

免费提供软件  助力企业生产
本报讯 “这款软件主要

用于建筑和机械制图，最近几

个月可以免费使用。”近日，我

市一企业技术人员在网上学

习使用北京数码大方公司开

发的制图软件时说。记者从市

工信局获悉，宝鸡工业互联网

平台向全市企业免费提供 70

余款软件，助力企业生产。

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双胜利，宝鸡工业互

联网平台充分发挥资源共享、

信息汇聚、异地协同、远程服

务等优势，在平台开通战“疫”

专区，为全市企业免费提供 70

余款远程办公、远程会议、远

程运维、疫情防控、健康信息

上报等场景的云服务产品，其

中有的软件平时购买价格在万

元以上；此外，还联合工信部

电子五所、北京数码大方、金蝶

软件集团等知名IT服务商，免

费开展工业设计、企业管理等

方面的在线培训10余场，提高

了企业技术管理人员使用软

件的能力。 本报记者 刁江岭

太白县太白河镇兴隆村 ：

家庭卫生好  分红奖励多
本报讯 近日，太白县太白河镇兴隆村村

委会院内热闹非凡，村民们个个喜笑颜开，原

来村民们正在领取冷水鱼产业的分红款。本

次分红结合村民家庭环境卫生评比，既激发

了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又推动了美丽

乡村建设。

兴隆村二组脱贫户周世林当天分到2434

元，其中100元是奖励他家环境卫生搞得好。他

高兴地说：“感谢党和政府，感谢村上把冷水鱼

产业做得这么好，我已经第三次参加分红了，今

后我要把家里卫生保持好，多为村上作贡献。”

与前两次分红不一样，今年冷水鱼产业分红将

村民家庭环境卫生纳入评比，根据村民代表入

户检查结果，综合评比情况发放分红资金。农户

家庭环境卫生好的每户奖励100元，较差的扣

50元，差的扣100元。

据了解，2017年，为助力脱贫攻坚，兴隆

村利用山水资源优势，成立了乡村旅游专业合

作社，把51户贫困户全部嵌入产业链，通过党

支部+合作社+能人大户+贫困户模式，发展

冷水鱼养殖项目，养殖金鳟、虹鳟、三文鱼、鲟鱼

等，每年实现产值100余万元。到去年底，已有

50户贫困户脱贫摘帽。     本报记者 刁江岭

强化责任落实  严防事故发生
我市开展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集中执法行动

本报讯 日前，笔者从全

市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

集中执法行动动员视频会上获

悉，从4月下旬至7月底，我市

将开展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落实集中执法行动。

去年，全市共检查各类企

业5747家，发现违法行为6336

起，停产停业75家，吊销证照7

个，有效打击和震慑了违法违

规违章行为，促进了全市安全

形势平稳向好，实现了全市生

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

比“双下降”。

今年，我市将深入推进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并

于4月下旬至7月底，在全市开

展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

集中执法行动。重点针对煤矿、

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烟花爆

竹、金属冶炼、建筑施工、交通运

输、旅游、特种设备、民爆物品等

重点行业领域，开展执法检查、

消除隐患、化解风险，大幅减少

因非法违法和违规违章操作造

成的安全事故，倒逼企业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防安全

生产事故发生。 （谢克强 侯栋） 

连日来，兰妮儿变身“美食博主”，为我市小微餐饮企业代言。日前，她又来
到西府老街——

兰妮儿邀您品美食
李晓菲 谢克强

4月 29日晚 7时许，西府老街里的食客渐

渐多了起来，兰妮儿高兴地开启了她当天的“美

食博主”之旅。　

西府老街位于北坡胜利塬上，是市区最早开

发的美食街区，在这里不仅能品尝到麟游血条面、

岐山擀面皮、陇县油旋等宝鸡特色美食，还能亲眼

看到辣子面、挂面、擀面皮、腐竹等是如何做成的。

“嘿，这些手工艺品可真精致！”刚走进西府

老街，兰妮儿的目光就被眼前的一个个工艺品小

摊吸引了。她拿起一把“手枪”，调皮地玩了起来。

刚走两步，一家卖搅团的店铺又让兰妮儿停

下了脚步，“老板，给我来一碗水围城。”

看着店员大姐不停搅动铁锅里的搅团，兰妮

儿说：“俗话说，搅团要好，七十二搅。我给咱尝

尝。”一碗热乎乎的搅团，配上绿菜，再浇上店家

特别配制的调料汁，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接过

店员递过来的碗，兰妮儿拿起筷子就吃，吃完最

后一口时，她满足地说：“就是这个味，正宗！”

一路上，油糕、血条面、咸鸭蛋……几乎每家

小吃店前，兰妮儿都会上前和老板打招呼，了解

一下店里的特色小吃，以及最近的经营情况，不

少小吃店老板还和兰妮儿合影。

“西府老街是从3月18日开始恢复营业的，

刚开始的几天，来这里的顾客不多，现在随着全

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顾客也慢慢地多起

来了。”麟游血条面馆老板刘丽萍说。

“咱西府女子都会切面，你们看看我切得咋

样？”在一家岐山面馆，兰妮儿看到店老板在切

面，一时手痒，也忍不

住上手向大家展示自

己的刀功。“我已经有

十几年没有做过这个

了，小时候有一次切

面，把自己的手给割破了，后来就很少做了。你们

看，我自己切得是不是还挺匀称？”兰妮儿拿起

自己切的面向大家展示。

尝美食，做美食，与店主和顾客互动，一条不

算长的美食街，兰妮儿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

光吃不唱可不行，作为歌手和代言人，不能

忘记自己的职责。

“祖国你好、祖国你好，你的儿女都在为你祈

祷，愿你家家快乐人人幸福，甜蜜蜜的好日子欢

欢笑笑……”晚上8时30分，在西府老街的露天

茶座前，站在舞台上的兰妮儿用一首欢快的《祖

国你好》，吸引了食客的注意力。

“这不是兰妮儿吗！我还有她的专辑呢。”

“就听说今晚有大腕儿来演出，没想到是兰

妮儿！”

一首唱罢，兰妮儿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她

拿起话筒说：“我来吆喝我来唱，我是兰妮儿，我

为家乡小微餐饮企业代言，希望大家和我一起为

小餐饮业的复苏，尽一点微薄之力！” 

贫困群众在食用菌产业扶贫基地采摘香菇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全媒体县区行

扶风 ：

（上接第一版）坚决打好青山、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对照加

强民生保障和社会建设要求，

做好脱贫攻坚、就业创业、城市

建设等工作，不断增进人民群

众福祉。要对照增强文化自信

要求，守护好宝贵文化遗存，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励

干部群众建功立业新时代。要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徐启方要求，各级各部门

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全力以

赴查堵点、破难点，在全市上

下营造担当有为、干事创业的

良好氛围，努力实现“双过半”、

夺取“双胜利”。要抓紧抓细常

态化疫情防控，始终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扎实做好

“六稳”“六保”工作，认真编制

“十四五”规划，持续保障改善

民生，以只争朝夕、真抓实干的

劲头抓好各项工作落实。

惠进才强调，要深学细悟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对标对表，结合实际，认真思考

本县区、本单位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工作措

施，切实做到学懂、弄通、做实。

马秉寅、白升安、吴铁等

全体在宝鸡市级领导参加开班

仪式。本次学习班为期三天，其

间，与会人员将围绕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

神进行集中学习、交流研讨。

    本报记者 秦玮玮

你的消费就是群众脱贫的底气
（上接第一版）他先购买了长青镇残疾人

薛新芳的石头画，并对薛新芳说：“我在残

联的会上见过你，知道你，一定要相信日

子会越过越好的。”随后他来到彪角镇的

展台，在凤之椒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摊

位前，扫码购买了一瓶芽菜辣酱，说他回

去一定要尝尝。

这八天，扶贫展销会成了县城人气最

旺的地方，除了买东西，很多人拿着手机在

现场直播。

4月30日上午，柳林镇的展位上，田建

荣正在准备抖音直播。她是第一次带着刺

绣参加这样的展销会，每天能卖1000多元，

是平时两个月的收入。“我觉得这个展销会

好像就是为我开的，太好了，政府给我们创

造这么好的平台，我为啥不来展示呢？”这

是她参加展会最直接的感受。

田建荣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她腿有

残疾。这些年，靠着刺绣手艺和各级帮扶，

她家脱了贫。她还注册了一个刺绣合作社，

带动11户贫困户参与进来。今年因为疫情

影响，线下销售受阻，她就学着在抖音直

播卖货，两个多月来，有6000多粉丝，赚了

一万多元。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带动，让更多

的贫困户和残疾人放下自卑心理，在把产

品推出去的同时，自己也能走出去。

向长伟是糜杆桥镇五曲湾村驻村第一

书记。展销会上，他穿着印有自己名字、电

话号码的红马甲，卖力地宣传村上的农产

品。他告诉记者，展销会销售效果非常好，

他们准备的 300斤核桃、1000 个土鸡蛋

和100多瓶蜂蜜第一天就卖完了。“五曲湾

村在山区，农产品品质非常好，但是因为信

息、交通等制约，销售一直是个问题。这次

展销会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们供求市场信

息不顺畅的问题，把贫困户手里的东西转

化为经济收入，这就是脱贫最大的动力。”

向长伟说，已经有单位一次性订购了村里

4000个特产礼盒。

消费扶贫实现双赢   

消费扶贫是一件双赢的事，一方面能

够实现城市菜篮子、米袋子的有效供给，满

足城市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另一方面，能

够促进贫困地区扶贫产业的健康发展，增

加贫困群众的收入。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凤翔县田家

庄镇大原村的张云军忙得不可开交。每天有

100多人来他们基地采摘，五天时间，桃子卖

了500多公斤，收入两万多元。其实，基地的

顾客相当一部分是展销会上引流过去的。

大原村的春雪桃种植基地是陕西省

唯一一个大棚春雪桃种植基地，也是村上

发展的扶贫产业。张云军自己也是贫困户，

2018年，他贷款与人合作建基地，现在基地

面积50亩，共20个大棚，其中12个棚种春

雪桃。在基地打工的20多人中，贫困户占了

大多数。今年第一年挂果，刚好县上开扶贫

展销会，他们在展销会上销售的同时，注重

向基地引流。“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基地和

产品，销售自然就不愁了。”张云军说。

和张云军一样忙碌的，还有凤翔县东

白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悠颜玫瑰种植基地的

负责人张凯。这个假期，基地接待了1500多

名游客，销售玫瑰系列产品两万多元。这里

面，有部分游客也是张凯在展销会上引流过

去的。张凯告诉记者，扶贫展销会的效果太

好了，开展第一天上午，他们就卖了50多瓶

玫瑰纯露、49瓶玫瑰花酒、50多罐玫瑰花茶，

现场做的玫瑰花饼也销售一空，销售额将近

3000元。他们还是隆力奇和百花萃公司的供

货商。基地摘花打工的，大多是贫困户。玫瑰

产品卖得好，他们的收入就有保障。

在这次展销会上，有14家公司被认定

为凤翔县扶贫消费直供基地，汇峰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个。公司负责人刘

海峰对记者说，被评为扶贫消费直供基地，

对公司今后的销售能起到很好的助力作

用。随着销量的增加，公司将收购一些贫困

户的苹果，切实发挥“企业＋基地＋农户”

的带头作用，增加贫困群众的收入。

特色产业成为主角
记者发现，此次展销会上展出的产品，

基本都代表了各镇的特色产业，比如范家寨

镇的苹果、城关镇的泥塑、横水镇的面皮、姚

家沟镇的五谷杂粮、虢王镇的红薯等。

彪角镇秦泰红辣椒合作社负责人程建

勤是第一次参加展销会。他告诉记者，展会

才开始两天，他就卖了6000多元的干辣椒

和辣椒面，相当于平时半个月的销售额。

宝鸡辣椒（秦椒）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这几年，因为种植成本增加和机械化

程度低，秦椒在本地种植面积大幅减少。程

建勤就在新疆包了500亩地，专门种秦椒。

新疆种植全程机械化，辣椒晾干后拉回凤

翔进行加工。村里的贫困户常年在他这打

工，一天能挣50多元。程建勤每年光工资就

要发17万元，带动贫困群众18户。“希望政

府以后多为我们提供这样的展销机会。”程

建勤说。

在姚家沟镇的展台上，各种包装精致

的杂粮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就在记者采

访时，一位消费者一次买了24盒小米和白

玉米。“展销会上卖得便宜，一盒才10元，我

以前经常在网上买，这个价格比网上便宜

很多。”她说。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参展

时带了30箱杂粮，大概600多包，三天时间

已经差不多卖完了。   

记者了解得知，这些“高山谷”系列杂

粮出自宝鸡信华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在姚家沟镇张家山村有2000亩种植基

地，专门种植高品质食用玉米糁、小米、荞

麦、高粱等，部分产品已经出口。目前在基

地务工的群众超过千人。

特色产业中，有些还是老手艺、老传

统，比如陈村镇展位的麻花和笤帚，这两样

是该镇沿袭多年的传统手艺。

展销会现场，周林军支着一个大油锅

炸麻花，刚出锅的麻花酥软可口，引得不少

人前来购买。周林军告诉记者，他一天要炸

500多根麻花，一根两元钱，就是一千多元。

“我们的油是用古法压榨的纯菜籽油，用这

个油做出来的东西好吃。”周林军一边用筷

子翻着油锅里的麻花一边说。

69岁的周元贵在展销会上卖笤帚，7

个品种，最便宜的 3 元，最贵的 12 元。扎

笤帚在农村是个老手艺，周元贵在传统扎

笤帚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扎的笤帚更加

精致细密。这次展会，他带了大概一千把

笤帚，第三天就快卖完了。老人现在担心

的是老手艺失传，他说如果有人愿意学，

他免费教。


